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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
勞工保險條例所稱「自營作業者」，係指獨立從事

勞動或技藝工作，獲致報酬，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

作者。過去為明確職業工人之勞動性質，避免一般以買

賣、銷售為目的，賺取差價獲致利潤之自營業主透過職

業工會加保而造成不公平情形，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

報乎你知
~

勞動部放寬買賣銷售賺取
差價之自營作業者

勞動部勞動保險司專員 李蕙安

應由職業工會
參加勞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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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勞動並兼銷售獲致報酬者，乃

以體力技術勞動從事物品製造加工

為主，雖兼銷售，仍屬體力技術勞

動，如依法勿須辦理商業登記，自

符自營作業者之要件。

（二） 82 年 7 月 28 日台 82 勞保 2 字第

24213 號函：

1、凡主要從事勞動或技藝工作，獲致報

酬，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，雖

間有買賣、銷售行為，准由本業職業

工會加保。若以部分勞動或技藝為手

段，終以買賣、銷售為目的賺取差價

獲致利潤之事業主，不得由職業工會

加保。

2、未從事勞動或技藝工作，僅以買賣、

銷售貨品以賺取差價獲致利潤之事業

主，不得由職業工會加保。各業職業

工作會員之從事場所如係攤位，凡符

合產、職業工會分業標準表所列組織

成員範圍者，即准由本業職業工會申

報加保。

（三） 82 年 10 月 23 日台 82 勞保 2 字第

60111 號函：

1、凡從事勞動、技藝工作，獲致報酬，

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者，無論

是否辦理營業 （利）登記證，均准以

自營作業職業工人身分由所屬本業職

業工會申報加保。

會於 81、82 年間作出多項函示，認定上

開以買賣、銷售為目的，賺取差價獲致

利潤之自營業主，純屬從事商業行為，

與勞工保險之實施對象主要為從事勞動

工作獲致薪資報酬之勞工仍屬不同，故

將此等人員排除於自營作業勞工範圍之

外。惟鑑於現今勞動態樣日趨多元，為

保障自營作業勞工投保勞保權益，故而

重新檢討相關函示規定以符合現今社會

之需要。

貳、自營作業者投保規定

一、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6 條及其施行細

則第 11 條規定，無一定雇主或自營

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，應由職業

工會辦理加保；所稱自營作業者，

指獨立從事勞動或技藝工作，獲致

報酬，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

者。

二、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相關函示

規定略以：

（一） 81 年 8 月 13 日 台 81 勞 保 2 字

第 22695 號函：以部分勞動或技

藝為手段，終以買賣、銷售為目的

賺取差價獲致利潤之事業主，其縱

有勞動事實，惟未從事物品之製造

加工，終以買賣賺取差價為主，純

屬商業行為，自不符自營作業者之

要件；另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體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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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終以買賣、銷售為目的，賺取差價，

獲致利潤之自營業主，不得透過職業

工會加保。

參、放寬自營作業者加保

規定

查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 11 條

規定，所稱自營作業者，指獨立從事勞

動或技藝工作，獲致報酬，且未僱用有

酬人員幫同工作者，其就自營作業者已

有定義；上開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

81 年 8 月 13 日、82 年 7 月 28 日及同

年 10 月 23 日函示，則進一步限縮自營

作業者範圍，將此等以買賣、銷售為目

的，賺取差價，獲致利潤之事業主（自

營業主）排除該條例之適用。

惟考量上開函示原係以勞工保險之

實施對象主要為從事勞動工作獲致薪資

報酬之勞工，如將以買賣、銷售為目的

之營利事業負責人納入自營作業勞工範

圍，並由政府補助 4 成保險費，顯有不

公平情形。然於現今勞動態樣愈趨多元

化之社會，從事買賣、銷售相關活動之

自營作業勞工實非罕見，上開行政函示

所稱「賺取價差，獲致利潤」，其文義並

不明確，且將大部分販賣貨品以賺取微

薄利差之自營作業勞工併予排除，已不

合時宜。勞動部為避免過度限制此等自

營作業勞工投保勞保權益，因而適時檢

討過去見解，乃於 105 年 6 月 27 日以勞

動保 2 字第 1050140323 號令將上開函

示予以廢止。

肆、結論

 綜上，關於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

會 81 年 8 月 13 日、82 年 7 月 28 日及

同年 10 月 23 日函於廢止後，年滿 15 歲

以上，65 歲以下，符合勞工保險條例規

定「自營作業者」定義之職業工會會員，

不論是否從事以買賣、銷售貨品為目的

之工作，均屬勞工保險的強制納保對象，

應由所屬本業職業工會為其申報加保，

俾保障自營作業勞工投保勞保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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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使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

傭之雇主，於聘僱前能獲悉聘僱管理的

法令及資訊，以加強外籍勞工管理，立

法院於 104 年 9 月 18 日三讀通過增訂就

業服務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，同年 10 月

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16251 號

令公布，並於通過 6 個月後實施。依據

增訂之就業服務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，本

國雇主第 1 次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

工作或家庭幫傭前，應參加聘前講習 ( 簡

家 庭 類
外籍勞工

應 參 加 聘 前 講 習

初次

聘僱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視察　黃偉誠

增訂就業服務法第 48條之 1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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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聘前講習 )，於申請許可時檢附已參

加講習之證明文件。另外為使講習的對

象、內容、實施方式、受委託辦理的資

格、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有明確的依

據，勞動部於 105 年 5 月 26 日發布訂

定「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

或家庭幫傭聘前講習實施辦法」( 簡稱本

辦法 )，並於 105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聘

前講習。

此外，為明確雇主第 1 次聘僱之定

義，依勞動部 105 年 6 月 15 日發布之令

釋，係指家庭類雇主在 105 年 7 月 1 日

起第 1 次聘僱或接續聘僱外籍勞工，雇

主過去如未曾取得勞動部核發的聘僱或

接續許可 ( 不論聘僱許可期間長短 )，於

105 年 7 月 1 日起引進或接續聘僱外勞

者，即屬應參加講習的適用對象，另自

105 年 7 月 1 日起，未依規定參加聘前

講習或違反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，且未

曾參加講習，雖經勞動部依相關規定核

發法定申請期間的聘僱或接續許可，日

後申請外籍家庭看護工或家庭幫傭時，

由於自始未依規定參加聘前講習，仍應

參加聘前講習。

講習對象部分，考量雇主聘僱外

籍家庭看護工或家庭幫傭後的實際管理

者，並非全為雇主，依據本辦法第 2 條

規定，講習對象除明定雇主本人外，如

雇主無法參加講習時，亦可由與被看護

者或被照顧者間具有相關親屬關係，且

共同居住或代表雇主對外勞行使管理監

督地位的親屬參加講習。

在講習的規劃設計上，為使雇主

便利透過多元管道參與聘前講習，可透

過 3 種講習方式參加講習，雇主可以使

用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所簽發之自然人

憑證透過網際網路至雇主聘前講習資訊

網站進行「網路講習」或可就近至當地

就業服務中心，以隨到隨訓之方式參與

「臨櫃講習」，另外，如果雇主同時參加

講習人數達 10 人以上者，亦可以向各地

方政府預約至其指定場所參加「團體講

習」。完成聘前講習者，參訓資料將登錄

於勞動部的雇主聘前講習資訊網站，做

為雇主辦理聘僱或接續聘僱許可時的申

請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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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能使雇主在聘僱外籍勞工前明確

知道相關權利義務事項，使雇主有充分

的家庭與心理準備，清楚家庭未來將面

對的狀況、相關法令規定，及可運用的

政府資源，講習內容著重於聘僱外籍勞

工的相關法令、外國人健康檢查及其罹

患法定傳染病之處置、聘僱外國人入國

後應辦事項、外籍勞工權益保障事項、

外籍勞工來源國風俗民情、雇主應注意

事項及相關違法案例說明等事項，講習

時數為 1 小時。參加臨櫃講習或團體

講習之人員，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，包

括國民身分證、駕駛執照或全民健康保

險卡等。代講習人員，除本人身分證明

文件外，應另出具與被看護者（被照顧

者）符合親等關係文件 ( 如戶口名簿或國

民身分證影本），經就業中心或地方政府

人員核對後，始得參加講習。

針對初次申請聘僱外國人之家庭類

雇主，實施聘前講習有助於維護雇主聘

僱外勞權益，保障外勞勞動人權，並可

間接強化外籍勞工管理措施，降低外勞

發生行蹤不明之機率，達成政府、雇主

及外籍勞工多贏之局面，且聘僱講習為

免費、不辦理測驗，不額外增加雇主聘

僱費用，另對於雇主有特殊狀況或地理

交通限制之情形，除規劃透過代理人制

度參加講習，亦提供網路講習、臨櫃講

習或團體講習等多元化服務方式，避免

雇主因工作或家庭等不便參加因素，降

低對雇主額外之負擔，據勞動部統計，

聘前講習自 105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至 7

月 31 日止，共計有 3,276 名雇主參加並

取得完訓憑證，預估至 105 年 12 月 31

日止，將有 1 萬 2,000 名雇主完成聘前

講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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